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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&对侵袭性真菌感染"

ZYZ

&早期诊断的价值'方法
!

将
,/+,

年
+

月

至
,/+.

年
+,

月该院的
+,++

例疑似
ZYZ

的住院患者纳入研究!进行
6

试验!并与真菌培养方法加以对比!同时结合临床资料进行

分析'结果
!

+,++

例临床疑似
ZYZ

患者中!

6

试验用于
ZYZ

诊断的阳性率(阴性率(灵敏度分别是
*,-/:

(

39-/:

(

.+-.:

'真菌

培养阳性率(阴性率(灵敏度分别是
+?-/:

(

9+-/:

(

,.-3:

'

6

试验用于
ZYZ

诊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真菌培养"

!

,

h*;-3,

!

!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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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'对
?9

例临床确诊为
ZYZ

的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分析!患者平均年龄为
30

岁!多伴有严重的基础疾病!

6

试验测定结果均大

于
+//

5O

$

(V

!少数患者
&

+/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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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结论
!

血清
6

试验可用于
ZYZ

早期诊断!并指导临床早期合理地使用抗真菌药物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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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侵袭性真菌感染$

ZYZ

&的发病率与病死率有明显升

高的趋势#且以肺部原发或继发感染最为常见'

+

(

)随着广谱抗

菌药物-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药等药物的广泛应用#

ZYZ

在医院

内感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)据我国医院感染监测网分

析院内
ZYZ

发病率
,/

世纪
?/

年代末期已上升至
,.-.:

'

,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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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YZ

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早期-快速-可靠的诊断)传统的微生

物培养与鉴定方法所需时间较长#并且有许多局限性)近年来

出现了一些快速诊断技术如高分辨
4@

-真菌抗原和核酸检测

等非培养的真菌检测技术#本文拟通过对疑似
ZYZ

患者进行血

清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定量检测$

6

试验&#并与真菌培养方法对

比#结合患者资料#探讨
6

试验对
ZYZ

诊断及疗效判断的价值#

为
ZYZ

的快速-准确诊断提供新的方法#从而指导临床合理使

用抗菌药物)

$

!

资料与方法

$-$

!

一般资料
!

将四川省人民医院
,/+,

年
+

月至
,/+.

年
+,

月的
+,++

例疑似
ZYZ

住院患者纳入本研究#其中经临床确诊

为
ZYZ

的患者有
?9

例#

ZYZ

的患者年龄为
,*

!

?,

岁#平均

30

岁)

$-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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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与试剂
!

2!>9/

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#

6[@

,;2"DE

动态真菌检测试剂盒#

@/+

电加热恒温仪以及冰浴槽

均由北京金山川科技发展公司提供)

#4@

试剂及配套设备购

自法国梅里埃有限责任公司)初代分离培养基购自安图生物)

$-'

!

方法
!

纳入研究者在其送检无菌部位标本进行真菌培养

的同时抽取静脉血进行
+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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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聚糖的该指标检测)采用

回顾性调查方法#了解其抗真菌药物使用史及其症状缓解情

况#以出院临床诊断为依据#对用药前后
+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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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>$

葡聚糖检测

结果进行统计分析)

$-1

!

统计学处理
!

采用
"#""+?-/

软件进行统计分析#计量

资料以
Ga@

表示#组间比较采用配对
=

检验#

!

$

/-/;

为差异

有统计学意义)

/

!

结
!!

果

/-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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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基本情况分析
!

+,++

例患者中确诊为
ZYZ

的为
?9

例#革兰阳性菌感染的为
+*;

例#革兰阴性菌感染
++/

例#无感

染的为
939

例#一般情况见表
+

)

表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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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的一般情况

患者类型
-

年龄

$岁#

Ga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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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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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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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YZ ?9 30a+/ ;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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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0-+

&

,3

$

,3-*

&

革兰阳性菌感染
+*; ;;a? ;9

$

.,-?
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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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,,-?

&

革兰阴性菌感染
++/ ;0a+* .;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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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9

$

,;-;

&

无感染
939 ;+a+; *;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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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!

f

表示该项无数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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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菌培养
!

+,++

例患者有
+?*

例真菌培养阳性#其中确

诊为
ZYZ

的为
?9

例)

ZYZ

患者按真菌培养标本类型分为支气

管肺泡灌洗液$

!7VY

&

*0

例#血液
+/

例#胸腔积液
9

例#腹水

+;

例#其他类型无菌部位标本
,9

例)培养出真菌包括白色假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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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医学与临床
,/+3

年
?

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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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第
+0
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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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酵母菌
;*

例#热带假丝酵母菌
+?

例#光滑假丝酵母菌
+*

例#烟曲霉菌
0

例#克柔假丝酵母菌
3

例)

/-'

!

6

试验
!

+,++

例患者有
*,0

例
6

试验结果大于
+//

5O

"

(V

#其中确诊为
ZYZ

的为
?9

例)

ZYZ

患者的
6

试验结果均大

于
+//

5O

"

(V

#少部分患者检测结果大于
+///

5O

"

(V

#平均

为
;++-?;

5O

"

(V

)

/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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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试验与真菌培养的比较
!

+,++

例患者
6

试验与真菌

培养的比较#见表
,

)

6

试验用于
ZYZ

诊断的阳性率-阴性率-

灵敏度分别为
*,-/:

-

39-/:

-

.+-.:

#真菌培养阳性率-阴性

率-灵敏度分别为
+?-/:

-

9+-/:

-

,.-3:

)这两种方法诊断

ZYZ

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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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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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试验检测阳性率高于真菌培养法)

表
,

!!

6

试验与真菌培养用于
ZYZ

诊断的比较#

-

$

6

试验
真菌培养

阳性 阴性
合计

阳性
?9 ,,? *,0

阴性
+., 0., 99.

合计
,./ ?0+ +,++

/-2

!

用药前后
6

试验结果比较
!

确诊患者均使用抗真菌药

物进行治疗#包括氟康唑-伏立康唑-卡泊芬净等)治疗前
6

试验平均值为
;++-?

5O

"

(V

#用药后
6

试验平均值为
99-;/

5O

"

(V

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!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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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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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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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#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#危重患者的生存时间

也越来越长)广谱抗菌药物-免疫抑制剂等广泛运用于危重患

者的治疗#改善了患者病情#但是
ZYZ

却较之前更常见了#并且

在医院内感染的致病菌中真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)

ZYZ

患者往

往病情严重#早期症状无特异性#病程长#发现较晚#病死率较

高'

*>.

(

)作为金标准的传统的微生物培养及鉴定的诊断方法虽

然能直接分离出致病菌#但是其需要时间较长#阳性率较低#常

常延误临床最佳治疗时机#导致患者病情的加重)因此#早期

快速诊断成为对临床
ZYZ

治疗成功的关键#并可指导临床医生

针对性地使用抗真菌药物)有研究显示#血清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

检测对
ZYZ

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价值'

;>0

(

)
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广泛存在于各类真菌的细胞壁中#占真菌

细胞壁成分
;/:

以上)除接合菌和隐球菌外#所有真菌细胞

壁上都含有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#以酵母样真菌含量为最高#而不

存在于细菌-病毒以及人类细胞中)由于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广泛

存在真菌细胞壁中#当真菌进入人体血液或深部组织后#经吞

噬细胞的吞噬-消化#
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可从真菌胞壁中释放出

来#从而使其在血液及其他体液中的含量增高)而在浅部真菌

感染中#
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未经释放#其在体液中含量不增高)因

此#在人的体液中检测到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是诊断
ZYZ

的有效依

据)有研究显示#血清
+

#

*>

)

>$>

葡聚糖检测与真菌培养联合诊

断时#对
ZYZ

有较好的阳性预测值#对临床早期准确的诊断更

有价值'

9

(

)但是#接合菌和新生隐球菌细胞壁不含
+

#

*>

)

>$

葡

聚糖或含量极低#新生隐球菌又具有厚荚膜难以将其释放入

血#所以血浆中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水平一般不升高#故
+

#

*>

)

>$

葡

聚糖检测不能用于接合菌-新生隐球菌感染的诊断'

?

(

)本研究

血浆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检测$

6

试验&结果阳性率-灵敏度分别为

*,-/:

-

.+-.:

%真菌培养结果阳性率-灵敏度分别为
+?-/:

#

,.-3:

)血清
+

#

*>

)

>$>

葡聚糖检测阳性率及灵敏度高于真菌

培养法$

!

$

/-/;

&)本研究同时测定了治疗前后血清
+

#

*>

)

>$>

葡聚糖#试验结果证实用药前后
6

试验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

义$

!

$

/-/;

&#说明
6

实验可用于辅助监测抗真菌药物治疗疗

效'

+/

(

)

,,?

例真菌培养阳性#

+

#

*>

)

>$

葡聚糖检测为阴性的患者)

经过临床资料分析可知#这些患者没有
ZYZ

患者的临床表现

$一般表现为反复发热-不适-极度衰弱#对广谱抗菌药物治疗

无反应#通常白细胞绝对数不升高等&#不能诊断为
ZYZ

患者)

因此可以考虑为定植感染)

?9

例
ZYZ

患者多属于年龄偏大的老年患者#平均年龄为

30

岁#多来自本院
WZ4=

-老年科室-呼吸内科等科室且大多患

有严重的基础疾病$肺部疾病-高血压-糖尿病等&#以尿路真菌

感染及肺部真菌感染为主)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#机

体各组织器官功能逐渐减退#特异及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均有所

下降#抗病能力减弱#容易引起体内菌群失调#真菌过度生长#

造成
ZYZ

)同时#这些患者由于长期患病并使用广谱抗菌药物-

免疫抑制剂等药物#使全身内环境受到破坏#机体免疫防御功

能降低#易引起
ZYZ

#真菌感染后又可加重基础疾病)

综上所述#在
ZYZ

的诊断中#血清
+

#

*>

)

>$>

葡聚糖检测可

用于
ZYZ

的早期诊断#而且可以联合真菌培养鉴定的传统方

法#提高真菌感染的阳性预测值#指导临床经验用药#同时可以

辅助检测用药效果#有效地降低临床真菌感染的病死率#为临

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提供依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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